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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
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荐读】

□王宗

墓葬艺术是迷人的，尤其是古
代墓葬艺术，因为它神秘而又知性。

墓葬的神秘，来源于人类对死亡
和死后的独特阐释——见死向生。

墓葬的知性，来源古代墓葬的考
古发掘和分析，这对历史学、人类学、
语言学、民族学、宗教以及科学史在
内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深藏于地
下的“黄泉”既滋润生命也激发畏
惧。黄泉代指墓葬，即众生的归属。

《黄泉下的美术》是一部开山之
作，是第一部通过中国古代墓葬多
个个案研究中国墓葬艺术的学术性
著作。作者巫鸿早年供职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艺术
研究中心主任。巫鸿用黄泉代指墓
葬，诗意般地描绘了另一个神秘而
又现实的世界。

巫鸿笔下的黄泉，有几支汩汩
地流过内蒙古大草原，从另一个世
界、另一个角度描述了不同民族间
的交流与碰撞。

先说说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
尉壁画墓。

该墓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东南30公里处的新店子镇小板申
村，于1971年被发现时，已被“摸金
校尉们”摸光了里面所有能移动的
随葬品。

巫鸿认为，和林格尔东汉护乌
桓校尉壁画墓中的壁画是典型的传
记性壁画，叙述了墓主人仕宦生涯
的不同阶段——从孝廉到郎、西河
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繁阳令，
最后是使持节护乌桓校尉。

墓主人就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
时的幕府图，是整个壁画的高潮部
分，绘有各部族人物俯拜行礼徐徐
而入的场景。壁画中那些不戴官
帽，身穿赭色胡服者应该就是他统
领的当地鲜卑族和乌桓族，反映出
当时墓主人管理这一地区期间，民
族关系是和睦的。

整体来看，和林格尔东汉护乌
桓校尉壁画墓的壁画生动地描述了
汉代阴山地区不同民族的彼此交
融：经济上有农牧经济的互补，文化
上有儒家文化对阴山一带族群的渗
透，风俗习惯上则有双方彼此审美
的融合。

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和内蒙古
通辽青龙山陈国公主墓所在地距离
上并不远，均属于宋辽时期辽朝的
管辖地。根据出土的丧葬偶人和服
饰，巫鸿认为，由于墓主人民族和身
份的不同，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和
不同之处。

宣化张氏家族墓的墓主人是出
身于当地的汉族乡绅，家族成员是
虔诚的佛教徒和忠实的儒家子弟。
张氏家族墓葬的精心设计和华丽的
服饰，说明了张氏家族成员在辽朝
生活得很滋润。但是，张氏家族的
成员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汉族身份，
并通过丧葬礼仪对这种身份加以表
达：“它们所使用的火葬偶人就是一
个证据：过去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说
明，这种葬俗只是被辽朝的汉族人
使用。”

墓葬偶人的第二个来源是辽朝
统治集团的契丹葬俗，这一习俗已
被很多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中最豪
华的一例就是陈国公主及其丈夫合
葬墓。陈国公主是辽景宗的孙女，
于1018年在16岁的时候去世，这一
墓葬的重见天日显示了考古界为之
瞠目的前所未有的丰富藏饰。

巫鸿提出，这两个典型的墓葬
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于尸体的处理均
包括了两个连续的步骤：一是把尸
体转化为“不朽之身”，要么通过火
化，要么将其变换为尸干；二是给逝
者提供人造的面容和躯干以及为其
穿戴衣服、头饰和鞋子。

然而，这些相似性也凸显了两
种礼仪习俗之间的不同——辽朝汉
人墓葬只葬有木质和稻草做的偶
人，而在契丹墓中，至少发现了24个
金属覆面和18件金属丝尸衣。

按照巫鸿的逻辑：“这些相似和
不同指示出多种族社会中的互相指
涉的丧葬系统，说明该社会为其成
员提供了足以展现其不同种族和宗
教身份的渠道和方法。”

墓葬，是世人送给死亡世界的
礼品。这些礼品是有生命的，而且
是不朽的，因为它们与泥土为伴。
在中华大地上，行走了数千年的各
类族群，一批又一批地深藏于泥土
之中，抓一把在手里，哪撮是你，哪
撮是我，谁分得清呢。

神秘的墓葬艺术神秘的墓葬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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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文 旅 复 苏 离 不 开 爆
款。今年 4月，西安大唐不
夜城景区推出了“盛唐密
盒”，该互动节目由“房玄
龄”和“杜如晦”的扮演者出
题，随机挑选游客上台参与
答题。“房谋杜断”组合配合
默契，与游客进行沉浸式互
动，表演爆梗不断，游客好
评如潮。“盛唐密盒”视频通
过互联网产生裂变效应，
一时火遍网络，短短 4周就
在抖音收获了170万粉丝。

“出圈”这个词寄寓着
多少美好，寄托着多少希
望。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想
要出圈都不容易，无数人一
直努力，很多人始终在路
上。“盛唐密盒”通过短视频
走红后，吸引了不少游客特
意 赶 到 大 唐 不 夜 城 来 答
题。线上和线下，流量和留
量，实现了打通，进行了转
化，造就了现象级文旅产
品，更是难能可贵。

分析“盛唐密盒”的出
圈密码，有好几个流行词，
比 如 互 动 、有 趣 、沉 浸 式
等。尤其是沉浸式，这是
个“熟悉的陌生人”，讲的
人很多，但真正做到的并
不多。“盛唐密盒”植根于
优秀传统文化，采用角色扮演和脱口
秀的形式，打破演员与观众的界限，让
游客参与到表演中，提问内容涉及历
史文化、山川地理，游客答对三道题便
可获得“唐朝至宝”。答不上来也不要
紧，精心设计的台词，风趣幽默的吐
槽，让游客不虚此行。

“盛唐密盒”因“房谋杜断”而来。
史载，唐太宗当政时，左仆射房玄龄善
谋，每遇难题，都能拿出多种方案，而
右仆射杜如晦善断，总是能从中选出
最佳方案。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不就
是优势叠加、价值互补吗？细观“盛唐
密盒”，打的是文化牌，走的是旅游路，
念的是传统经，唱的是现代戏，实现了
传统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叠加互补，
做到了既叫好又叫座，既有意义也有
意思，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打开“盛唐密盒”，可以看到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推动文
旅复苏的关键所在，传承传统文化的
核心所系。文旅复苏的一个方向，就
是推动文旅融合。文化和旅游不是

“两张皮”，不能貌合神离，更不是简单
“拉郎配”，要善于找到闪光点使其有
机融合，实现“1+1>2”的效果。文旅
复苏和文化传承，也不是各行其是，更
不是相互割裂。更好地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营造现代化场景，植入现代
化技术，实现现代化传播，就能相得益
彰、相辅相成。

好的内容，好的表达，好的传播，
同样是叠加互补、相融相生的关系。
提到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很多人的第
一反应是，这是年轻人的主场，主要是
用来娱乐的。其实何止于此？

当下，短视频的风行跨越年龄性
别地域，涉及生产生活生意，覆盖到文
艺文化文明。一方面，短视频平台需
要高品质的内容，现在这样的内容越
来越多，也越来越证明了价值；另一方
面，高品质的内容有着强大的黏性，关
键是要做足创新创造文章，而不是成
为传统文化“复读机”。创字当头，融
得其所，就能线上线下双出圈。

持续推进文旅融合，需要更多的
“房谋杜断”。如果说“密盒”是“新
盒”，那么里面装的文化，不是“旧酒”，
而是“好酒”，是优质内容的“好酒”。
点赞“盛唐密盒”，并不是要大家都来

“跟风”，简单“拿来”，更重要的是，沉
下心琢磨，静下心思考，找到一条适合
自己的路。

“盛唐密盒”的出圈起码说明，围
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旅融
合大有文章可做，做好了就是锦绣文
章。 （转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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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塞上老街的一间店铺里，
今 年 54 岁 的 周 君 左 手 握
錾子、右手拿锤子，正在全
神 贯 注 地 錾 刻 着 一 个 银
壶，他每挪动一下錾子、每
敲下一锤，都极其专注和
小心，不敢有丝毫懈怠和
马虎，好似全然听不到店
铺外面的嘈杂声。

作为一名自治区级蒙
古族金银器制作技艺非遗
传承人，周君在这个行当
里 已 经 整 整 干 了 37 年 。
他说：“要想传承好老祖宗
的这门手艺，就得认真、坚
持、吃苦，有悟性。”

单干的第一天，周君就入驻了塞上老街。
“科班”出身的他手艺精湛全面，工作认真负责，
很快在这一行业打响了名声，慕名而来的客户
络绎不绝。

2018年4月，周君成为自治区级蒙古族金银
器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同年8月，又被呼和浩特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评为首届呼和浩特市工艺美术大师。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老手艺能在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并非易事。对此，周君说出了
它的原因：“因为厚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所以它才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金银器制作技艺是从中国传统金属工艺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錾刻为主，通过锤
子、錾子等器具，在金、银器物上錾刻出各式各
样浮雕图案的古老技艺。它源于商周，兴盛于
大唐，距今已有 3000年的历史，现在主要分布

于内蒙古、西藏、云南等地区。
“经过几千年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汲取

民俗、地理等各种传统文化，这项技艺产生出了
卷草、莲花、虎、鹿、狮、龙、凤等各种寓意吉祥的
图案，深受各族群众喜爱。”周君说。

作为蒙古族金银器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
周君用传统工艺融合现代理念，手工敲制錾刻了
纯银八宝龙壶、纯银龙牌、八宝吉祥蒙古刀、纯银
吉祥八宝银壶、纯银摆件“马到成功”、摆件金鼠
等不同类型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数被来自山东、
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的客户购买并收藏。

“同样一种器物，纯手工打制出来的产品，
不像机器浇铸出来的分毫不差的流水线产品，
件件都有差异，这就决定了它的唯一性，是独一
无二的，是可以传世的。”周君说，而且它内涵无
穷，每一种图案、每一种造型，都有讲究和来历，
都可以读出一段历史。

千年技艺 文化传承

蒙古族金银器制作技艺，简单来说，就是纯
手工打制金银器的技艺。

1986年，17岁的周君从呼和浩特市的一所
中专学校美术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外
贸工艺品厂工作。

当时，工厂里的老师傅们都是政府从民间
招收进来的老艺人，他们有的是做项链的高手，
有的是錾刻麒麟锁的能人，有的做的一手好头
饰……个个身怀“绝技”，拥有一门独家技艺。

这些师傅们不但手艺好，而且乐于对徒弟
们倾囊相授。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中，本身就有
美术功底，加之善于动手学习的周君，一年后在
众多的徒弟中脱颖而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小
师傅。

内蒙古外贸工艺品厂生产的金银器饰品、
摆件等多出口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国
家，这些国家的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对充满神
秘东方韵味且做工精致的器物格外青睐，源源
不断地向内蒙古外贸工艺品厂发来订单。那个
时候，周君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周君热爱这份工作，为了干好工作，他愿意
付出各种努力。为了做好动物摆件，那些年，他

经常在节假日一个人跑到青城公园的动物园里
观察、研究各种动物的表情和动作，一待就是一
整天。“我被大家当成了精神有问题的人。”周君
笑着回忆。正是这样的执着，让周君打制出的
马、牛等动物摆件形神俱佳。

手工打制金银器有设计、下料延展、反复淬
火、敲制银胎、对合、焊接、酸洗、灌胶、敲形、錾
刻、打磨、压光等几十道工序，其中，錾刻是重中
之重，往往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上手。根据事
先设计好的图稿，老师傳在敲制成器形的银胎
表面錾刻图形，使其成为线条流畅、层次分明的
立体浮雕金银器錾刻作品。

为了熟练掌握这道工序，周君经常在别人
下班走后，一个人在车间里用废弃的材料反复
练习，直至得心应手。

周君在内蒙古外贸工艺品厂工作了16年，
经他的手打制出来的产品都是让人放心和满意
的免检产品，他也成为了厂里唯一的“免检老师
傅”。

2002年，在时代浪潮的召唤下，周君果断买
断工龄出来单干，转变身份成为一名民间手工
艺人。

刻苦好学 尽得真传

采访中，周君给记者拿出一件他手工敲制
錾刻的纯银凤壶摆件。

这件凤壶整体造型为一只凤凰，制作精美，
凤嘴为壶口，凤身为壶身，凤尾为壶把，高约30公
分，腹部直径约15公分，重约2000克；底座莲花
形，腹部前后分别錾刻了两只脉脉含情对视的雄
雌凤凰、祥云、佛教八宝等图案，顶部是一只欲展
翅高飞的凤凰，三条凤尾高高竖起。凑近细瞅，
凤壶上每种图案纹路周密清晰，走向舒适自然，
整体看上去端庄厚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品。

“这只凤壶我敲制了成千上万次，所有的程序
一道不省，其中錾刻就用了平錾、阴錾、阳錾等多种
錾刻手法，每錾刻一道纹路，都会经过反复思考，怎
样才能做到最好。”周君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作品
用尽了我毕生所学，是我对自己30多年职业生涯
的一个检验和总结，也是我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周君说，他每做一件作品，都想着用老祖宗
传下来的技艺把它做到最好，留给后世一个见

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证。
成为非遗传承人后，周君想的最多的，是如

何培养接班人，把这份老手艺传承下去。
在众多的徒弟中，周慧宇是他的女儿，她从

小受父亲的影响，也爱上了这份老手艺，高中
时，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錾刻技艺，打制出的饰品
备受客户好评。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在网上搜同款，可是，
用这份老手艺打制出来的作品是无法找到一模
一样的，因为它是靠人工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
的，无法复制。”

“我父亲的思想相对保守，他认为这门手艺
又脏又累，不适合女孩子干，可恰恰相反，我认
为它是一门高大上的技艺，每锤打一下，都是在
和古人对话，会滋养人的灵魂。”

“我近期的目标，是把这门技艺宣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爱上它。”今年27岁
的周慧宇信心满满地说。

功力精深 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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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敲制錾刻纯银
摆件“马到成功”。

周君在錾刻银壶。

手工錾刻作品纯银龙牌。

手工錾刻作品八宝吉祥蒙古刀。

手工敲制錾刻作品纯银凤壶。

手工敲制錾刻作品纯银八宝龙壶。

手工敲制錾刻摆件金鼠。


